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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内容概要

本书中的文章均论及哲学家的生命经历，希望能从他们与时代的互动中观察他们的思想。这些文章可
以算是“知人论世”的文章。
    德国哲学名闻天下，但德国哲学之艰深也使许多人望而生畏。然而，德国哲学晦涩难懂并不一定不
管人间冷暖；德国哲学之所以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不是由于它的晦涩，也不是由于它的形而上
学；而是由于它的人间关怀。本书所收文章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哲学家的生命经历（Erlebnis）看作
是他们哲学的一部分，希望能从他们与时代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观察他们的思想。在此意义上，这
些文章可以算是“知人论世”的文章。它们的根本目的，则是要表明真正的思想者必然是行动者；真
正的哲学，一定是实践哲学。因为哲学本身就是生命自身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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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作者简介

张汝伦，1957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毕业，获
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金赴德深造，先后在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
学从事博士研究。1991年赴美国在宾州州立大学作博士后，后又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作访问学者
。1992年秋回国工作。1993年晋升副教授，1995年升为正教授。现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
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
座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主要著作有：《激情的事想
》（1998年），《坚持理想》（1996年），《历史与实践》（1995年），《张汝伦集》（1991年），《
意义的探究》（1986年）及近百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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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书籍目录

自序
何谓学者
康德二百年祭
黑格尔和现代国家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回到事物本身
海德格尔公案
哲学与实践
哲人与爱
伽达默尔和哲学
永远的阿伦特
在哲学和艺术之间希望和绝望
为了生命的现在与未来
对未来负责
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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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个100年前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富裕而极具文化教养的犹太家庭的独生子，一生在痛苦和绝
望中煎熬。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遭遇过太大的不幸。他虽也曾为逃避纳粹的凶焰亡命海外，但最
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可他从未觉得幸福和满足；相反，他觉得自己的人
生是“被毁了的人生”。“无数悲泣消融了盔甲，唯有脸上印着泪水的痕迹”，曾被他用的贝克特的
这两句话，既是他人生的写照，也是他形象的写照。他悲剧的思想和命运甚至也反映在他的形象上。
从他留存焉的照片看，从童年到晚年，他的面容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忧郁加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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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编辑推荐

　　这个100年前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富裕而极具文化教养的犹太家庭的独生子，一生在痛苦和绝
望中煎熬。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没有遭遇过太大的不幸。他虽也曾为逃避纳粹的凶焰亡命海外，但最
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著作等身，名满天下。可他从未觉得幸福和满足；相反，他觉得自己的人
生是“被毁了的人生”。“无数悲泣消融了盔甲，唯有脸上印着泪水的痕迹”，曾被他用的贝克特的
这两句话，既是他人生的写照，也是他形象的写照。他悲剧的思想和命运甚至也反映在他的形象上。
从他留存焉的照片看，从童年到晚年，他的面容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忧郁加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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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精彩短评

1、呵呵，正好翻到
2、后面有点懒得读下去了，改天再翻翻
3、推荐
4、很薄很好读的入门小书~
5、确实是随笔，架构不大到位
6、阿伦特的绿眼睛。伽达默一百年的沉静。
7、是一本西方哲学的入门书，从一些生活细节中写出哲学观点，算是比较有趣的哲学书了，但是自
己对西方哲学不是很感兴趣，所以不是特别喜欢~
8、对于德国哲学家们的故事，我总是充满好奇和热情。
9、很多错别字，很多字都以“蜒”代替，不知何故。但不失为很好的哲学读本。非常同意“将哲学
家的生命经历（Erlebnis）看作是他们哲学的一部分，希望能从他们与时代和世界的互动关系中来观察
他们的思想”的写作理念。的确，“真正的思想者必然是行动者；真正的哲学，一定是实践哲学。因
为哲学本身就是生命自身的实践”。
10、书的印刷以及封皮非常精致，内容也很好，唯一缺点是原著引用时翻译水平不好
11、为什么是在德国出现那样的思考..
12、就象张汝伦自己说的,这篇集子的文章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哲学家的人生看作他们哲学的一部
分,是"知人论世"的文章,并且这书写的很有情致,让你感觉哲学并非是不食人间的超然思考.
13、值得深入的思考⋯⋯

14、对于哲学一窍不通的人来说，读这本书就为知道那几个高深莫测的名字，而已
15、看点小哲学~~~家！
16、海德格爾。張
17、其实挺好玩的，好多八卦。不过校对是个disaster，各种错字漏字etc的低级错误。。。最后一篇哈
贝马斯是莫名地躺中枪了么。。。= =
18、最后一篇简直滑稽
19、张老师的随笔集,深入浅出,各取所需
20、身体与思想，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国的先哲是追求“天人合一”的，是内向平衡的。但是西方的
哲学家以其因果哲理来推导验证哲学，其深入是中国先哲难以企及的，但是就平衡来说我更倾向与中
国的哲学。（中国有句老话，忘了怎么说了，那位大侠提醒下）
21、　　读过这本书，是因为对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充满好奇，好像人类对于超凡人的崇拜。 看过
之后，也知道他们是人，也深切关心人间事，他们是在思想上对人类的精神以及未来有所解决，这种
哲学就是德国哲人的精神科学之传统。 面对那些沉思的哲学家，对于我这种也爱思想的人来说，是一
种激励。
22、他是我读过那么多中国哲学学者中每一笔解释得最透彻的人.
23、书拆包后变形了，有大片淋湿的痕迹。人为和非人为破坏很严重，急用就没换，很是苦恼。以前
也有此类情况，希望当当在此方面多加注意！
24、名字不错，内容一般
25、文如其人，赤子之心
26、很值得一看的书，既有哲思，又有趣味
27、　　    哲学不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理论，不是对现成事物的描述，而是对危机的刻画和对未来的展
望
　　   实际上在德行与幸福，道德与自然，道德与政治，或义务与利益之间，总有根本的不一致。但
康德不能承认这种不一致。他必须在自然，政治或人的利益中找到终结的目的。他必须证明他的“理
性神正论”。这就是他为什么需要目的论。
　　   哲学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它针对什么问题和进一步提出了什
么问题。（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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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在一个现实的大国中，随着一切存在着的东西被推翻之后，人们根据抽象的思想，从头开始
建立国家制度，并希求仅仅给它以想象和理性的东西为基础”。中国的现代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人
们觉得一些抽象的原则甚至口号就有起死回生的魔力，而进化论赋予这些原则与口号的历史合法性则
使他们的鼓吹有了替天行道般的勇气与自信，一切牺牲和代价与这些抽象原则许诺的美妙前景相比都
不值一提。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绝不是历史的延续，而只能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传统和
历史理性的基础完全被忽略。这样产生的制度本身就不再有任何约束。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暴力——
权力，而在于暴力——权力是否还有理性的约束。当抽象的原则成为超历史地不可置疑时，它们就成
为制度性暴政的主要起源。
　　    在黑格尔看来思想本身具有一种本质的异化力量，能摧毁一切思想的成果，。因此，人类历史
也就是人类异化的历史。人类被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所制约，被眼前的创造物所转移，忘记了自己的长
远目标，以为自由已经获得。因此，人类会以为，并总是试图使一个已经确立的文化永世长存。人类
的历史是人类与其真正利用相疏远的历史，但同时也是他实现的历史。（黑格尔）
　　
　　    政治不是在人们中，而是在人们之间产生的。不同的人的自由和人的自发性是人之间这个空间
产生的前提。所以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只有不同的人才会产生公共空间及对公共空间的需要。而这
个空间反过来有保证了他们的多元与不同，保证了他们的自由与自发性。人之间的这个空间，就是世
界。多元与差异是自由的本质，于是世界和政治的本质。暴力只能导致公共空间的摧毁，所以，暴力
与政治无关。（哈贝马斯）
　　
28、谈哲学家，还是在谈知识分子的品格~
29、比较通俗
30、写得不错
31、　　       后现代主义很强调情境依赖，其实我们如果试图去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可能的捷径就是了
解他（她）生活的时代背景，他（她）的人生经历。这本书可以说是几个主要德国哲学家的小传，但
是透过这些背景信息我们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体会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其实我对《论语》是有保留的
，不是孔子不重要，而是剥离了具体语境的只言片语如何完整呈现他老人家的思想呢？所以个人觉得
理解孔子的思想，看他编撰的《春秋》似乎意义更大，在故事里是可以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和情感的。
　　       《莱茵哲影》不是很厚，因为是故事也比较有趣，价格也不贵，非常适合入门者阅读。德国
的哲学辩证思维浓重，与我国的老庄思想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中国人相对而言更容易在德国哲学那
里找到共鸣。
　　
　　
32、有个帖子比较感慨。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64311/
    不过国内真正啃德国哲学的人太少——国内哲学系文科倾向比较强，国内可读的人太少。
    印象中类似的书貌似还有：http://www.douban.com/subject/3101028/
http://www.douban.com/subject/1998859/ 参考。
33、沉不下心来读
34、翻过部分，琐事比较多，挺无聊的
35、哲学故事会
36、知人论世
37、作为入门书很不错
38、　　　 读这本书大概很难忽视阿伦特 为数不多的女哲学家本来就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何况还有
她与海德格尔的感情故事 不过我想阿伦特是不愿意人们这样说的 哲学家们的情感大概就是暧昧的始
祖 更多的精神依赖与相似的思维倾向 讲不清道不明但也分不开 感性理智的纠结在那些本来就复杂深
刻的脑子里偏离了爱情应有的轨道 他们也许更容易保持住爱 那种崇高的甚至灵魂相通的感觉与激情 
但绝不擅于维持情的稳定性 哲学家特有的思想占有欲在相互碰撞时可能产生火花也可能导致火灾 阿
伦特在17年后再见海德格尔仍怀着爱与希望 但在感情上却无法原谅他政治上的选择 这种她称之为悲喜
剧的重逢也影响着她的思想与作品 她保守又自由 不赞成社会主义也反对集权主义 有人认为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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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只是一串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 没有任何理性联系与逻辑思路 评定她为边缘化的思想者 她也乐于接受
甚至刻意保持这种边缘性 她说 只有在社会边缘的人才能有尊严的生存 被边缘化的当然还有她的感情 
一直在矛盾与不断分分和和中走到最后 我们无法判定这样的感情是否幸福或不幸 但她在《精神的生
命》中所体现出的比任何别处表达的都更为接近海德格尔的思想将他们的爱升华成了哲学之间的希望
与信仰 而拥有这种不平常的爱是人生的致福 
　　　　 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实现了永远的女人 
　　　　 
　　　　 
　　　　此书的题献空着 
　　　　我该怎样题献给你 
　　　　我信任的人 
　　　　我忠于他 
　　　　也不忠于他 
　　　　两者都是为了爱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39、小八卦
40、只能说，很是感动!
41、其实我还没怎么看··因为有些难懂·
42、很冷静，见解理智清楚，从中收获不少
43、这人偏激得可笑。没读完。
44、每次重看都像第一次看一样。
45、还是要多看书才能写得出东西。此书不足之处在于印刷错误太多了，许多引文出处也都被删去了
，不甚理想。
46、　　得到这本书是在2005年的10月。先前在书店转悠的时候，见及此书，由于是世纪集团出版，
因了“世纪文库”的印象，对此书特别在意些。可是国人的著作总叫人敬畏三分，尤其哲学，不过尔
尔，终无趣味。后来跑图书馆，此书孤单一隅，反倒让我心生愿望，被人吹捧的书多是垃圾，而无人
问津者恐怕佳作云云，这是我数年于书肆中混迹而得来的经验。
　　于是回去读了，颇赞赏。
　　大约我只是喜欢与我兴趣相同的东西，或者排斥异端，也是正常之处。先前倒是绝少读有关哲学
家的故事，人亦言哲思之历程又绝不下于一趟精彩历险，于是自己画自己的藏宝图，于哲学人而言，
实在有如夜寐寻梦一般，好是自己的，喜是自己的，失败挫折是自己的，旁人是绝不容察半点冷暖。
于是他们的鳞星半爪，隐现于云气遮掩之间，洞其如此大概，对他们的理解有所加深也未可知。重要
的是，我们更觉解了别样的人生，一样不一样的爱与痛，更加去了解他们，也更加去了解我们。
　　德国哲学向不失晦涩，也不失磅礴。磅礴是无所不包而处处思量，晦涩是全无实用而几失善途。
于是，若说古典哲学终被德国哲人壮大并终结，想来是没什么可讶异的。张的这本书，颇讲了不少“
八卦”，好也罢，坏也罢，都不失为一种参考。回想当时读书情况，也是纠结得很。论思想方面，许
多提到的书或是未及见，或是未及读；论人事方面，也是不曾近距离瞻仰哲人形貌。终于不可两说。
偶尔提到如分析哲学家的表述虽明白但不见丝毫时代风云者云云，也实在让人觉得学识不足，不够去
思量其中的“哲学问题”。这样，一方面我要推荐这本书，因为颇具有的故事，而且言语又绝非枯燥
和庸俗，另一方面又需提请阅读它的人注意话语之下未清楚的意蕴，免得归咎起来，发现不过是抓了
只言片语，便以为了不得的真话，某某公认的评价了。
　　说到底，吾人的学问终是不深，对于各种见识仍需谨慎。读罢《莱茵哲影》后，颇注意张汝伦此
人，其《德国哲学十论》一书，亦是可圈可点，于德国哲学实在做了颇为精到又不失趣味的评点，确
实是国人读彼等不可或缺的指引。然就创建性的东西而言，就自主的东西而言，又显得书生化，真正
的“哲思”并不多。
　　
　　近日想到某事，偶然翻检书架上沉寂已久的《莱茵哲影》一书，不禁感慨，国人写的直入哲学的
门途，能选择的实在太少了，相当遗憾呢。纵使此书，瑕疵同样不少。如《何为学者》一篇（第6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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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哲影》

行）“于是想尽一切方法将其谋杀”，“谋杀”似为“抹杀”之误；137、139、141、143、145、147
、149、151、153、155、157、159、161诸页书眉的“为了生命的现在与未来”全都错误地变成了“在
哲学和艺术之间希望和绝望”。这些不谨严都是颇为遗憾的。
47、在先锋书店研一淘到的半价书，很不错的随笔集。
48、大部分引文出处都不详，印刷错误也偏多
49、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伦特、哈贝马斯、阿多诺⋯⋯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德国思
想者在张汝伦教授的笔下栩栩如生，他们那些博大精深、辩证艰涩的思想和极具诗意的生命经历在流
畅生动的文字中变得如此亲近、易懂——难得的一本德国哲学入门类的好书。
50、这就是爱 ！：）
51、成了我的入门读物
52、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只有了解了一个人的背景、经历和性情，才可以更深入的理解一个人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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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读这本书大概很难忽视阿伦特 为数不多的女哲学家本来就容易吸引大家的目光 何况还有她与海
德格尔的感情故事 不过我想阿伦特是不愿意人们这样说的 哲学家们的情感大概就是暧昧的始祖 更多
的精神依赖与相似的思维倾向 讲不清道不明但也分不开 感性理智的纠结在那些本来就复杂深刻的脑
子里偏离了爱情应有的轨道 他们也许更容易保持住爱 那种崇高的甚至灵魂相通的感觉与激情 但绝不
擅于维持情的稳定性 哲学家特有的思想占有欲在相互碰撞时可能产生火花也可能导致火灾 阿伦特在17
年后再见海德格尔仍怀着爱与希望 但在感情上却无法原谅他政治上的选择 这种她称之为悲喜剧的重
逢也影响着她的思想与作品 她保守又自由 不赞成社会主义也反对集权主义 有人认为她的观点只是一
串形而上学的自由联想 没有任何理性联系与逻辑思路 评定她为边缘化的思想者 她也乐于接受甚至刻
意保持这种边缘性 她说 只有在社会边缘的人才能有尊严的生存 被边缘化的当然还有她的感情 一直在
矛盾与不断分分和和中走到最后 我们无法判定这样的感情是否幸福或不幸 但她在《精神的生命》中
所体现出的比任何别处表达的都更为接近海德格尔的思想将他们的爱升华成了哲学之间的希望与信仰 
而拥有这种不平常的爱是人生的致福 　　 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实现了永远的女人 　　 　　 　　
此书的题献空着 　　我该怎样题献给你 　　我信任的人 　　我忠于他 　　也不忠于他 　　两者都是
为了爱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2、后现代主义很强调情境依赖，其实我们如果试图去理解一个人的思想，可能的捷径就是了解他（
她）生活的时代背景，他（她）的人生经历。这本书可以说是几个主要德国哲学家的小传，但是透过
这些背景信息我们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体会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其实我对《论语》是有保留的，不是
孔子不重要，而是剥离了具体语境的只言片语如何完整呈现他老人家的思想呢？所以个人觉得理解孔
子的思想，看他编撰的《春秋》似乎意义更大，在故事里是可以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和情感的。《莱茵
哲影》不是很厚，因为是故事也比较有趣，价格也不贵，非常适合入门者阅读。德国的哲学辩证思维
浓重，与我国的老庄思想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中国人相对而言更容易在德国哲学那里找到共鸣。
3、得到这本书是在2005年的10月。先前在书店转悠的时候，见及此书，由于是世纪集团出版，因了“
世纪文库”的印象，对此书特别在意些。可是国人的著作总叫人敬畏三分，尤其哲学，不过尔尔，终
无趣味。后来跑图书馆，此书孤单一隅，反倒让我心生愿望，被人吹捧的书多是垃圾，而无人问津者
恐怕佳作云云，这是我数年于书肆中混迹而得来的经验。于是回去读了，颇赞赏。大约我只是喜欢与
我兴趣相同的东西，或者排斥异端，也是正常之处。先前倒是绝少读有关哲学家的故事，人亦言哲思
之历程又绝不下于一趟精彩历险，于是自己画自己的藏宝图，于哲学人而言，实在有如夜寐寻梦一般
，好是自己的，喜是自己的，失败挫折是自己的，旁人是绝不容察半点冷暖。于是他们的鳞星半爪，
隐现于云气遮掩之间，洞其如此大概，对他们的理解有所加深也未可知。重要的是，我们更觉解了别
样的人生，一样不一样的爱与痛，更加去了解他们，也更加去了解我们。德国哲学向不失晦涩，也不
失磅礴。磅礴是无所不包而处处思量，晦涩是全无实用而几失善途。于是，若说古典哲学终被德国哲
人壮大并终结，想来是没什么可讶异的。张的这本书，颇讲了不少“八卦”，好也罢，坏也罢，都不
失为一种参考。回想当时读书情况，也是纠结得很。论思想方面，许多提到的书或是未及见，或是未
及读；论人事方面，也是不曾近距离瞻仰哲人形貌。终于不可两说。偶尔提到如分析哲学家的表述虽
明白但不见丝毫时代风云者云云，也实在让人觉得学识不足，不够去思量其中的“哲学问题”。这样
，一方面我要推荐这本书，因为颇具有的故事，而且言语又绝非枯燥和庸俗，另一方面又需提请阅读
它的人注意话语之下未清楚的意蕴，免得归咎起来，发现不过是抓了只言片语，便以为了不得的真话
，某某公认的评价了。说到底，吾人的学问终是不深，对于各种见识仍需谨慎。读罢《莱茵哲影》后
，颇注意张汝伦此人，其《德国哲学十论》一书，亦是可圈可点，于德国哲学实在做了颇为精到又不
失趣味的评点，确实是国人读彼等不可或缺的指引。然就创建性的东西而言，就自主的东西而言，又
显得书生化，真正的“哲思”并不多。近日想到某事，偶然翻检书架上沉寂已久的《莱茵哲影》一书
，不禁感慨，国人写的直入哲学的门途，能选择的实在太少了，相当遗憾呢。纵使此书，瑕疵同样不
少。如《何为学者》一篇（第6页14行）“于是想尽一切方法将其谋杀”，“谋杀”似为“抹杀”之误
；137、139、141、143、145、147、149、151、153、155、157、159、161诸页书眉的“为了生命的现在
与未来”全都错误地变成了“在哲学和艺术之间希望和绝望”。这些不谨严都是颇为遗憾的。
4、哲学不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理论，不是对现成事物的描述，而是对危机的刻画和对未来的展望实际
上在德行与幸福，道德与自然，道德与政治，或义务与利益之间，总有根本的不一致。但康德不能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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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种不一致。他必须在自然，政治或人的利益中找到终结的目的。他必须证明他的“理性神正论”
。这就是他为什么需要目的论。哲学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它针对什
么问题和进一步提出了什么问题。（康德）“在一个现实的大国中，随着一切存在着的东西被推翻之
后，人们根据抽象的思想，从头开始建立国家制度，并希求仅仅给它以想象和理性的东西为基础”。
中国的现代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人们觉得一些抽象的原则甚至口号就有起死回生的魔力，而进化论
赋予这些原则与口号的历史合法性则使他们的鼓吹有了替天行道般的勇气与自信，一切牺牲和代价与
这些抽象原则许诺的美妙前景相比都不值一提。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绝不是历史的延续，而只能是在一
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传统和历史理性的基础完全被忽略。这样产生的制度本身就不再有任何
约束。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暴力——权力，而在于暴力——权力是否还有理性的约束。当抽象的原则
成为超历史地不可置疑时，它们就成为制度性暴政的主要起源。在黑格尔看来思想本身具有一种本质
的异化力量，能摧毁一切思想的成果，。因此，人类历史也就是人类异化的历史。人类被他们所创造
的文明所制约，被眼前的创造物所转移，忘记了自己的长远目标，以为自由已经获得。因此，人类会
以为，并总是试图使一个已经确立的文化永世长存。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与其真正利用相疏远的历史，
但同时也是他实现的历史。（黑格尔）政治不是在人们中，而是在人们之间产生的。不同的人的自由
和人的自发性是人之间这个空间产生的前提。所以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只有不同的人才会产生公共
空间及对公共空间的需要。而这个空间反过来有保证了他们的多元与不同，保证了他们的自由与自发
性。人之间的这个空间，就是世界。多元与差异是自由的本质，于是世界和政治的本质。暴力只能导
致公共空间的摧毁，所以，暴力与政治无关。（哈贝马斯）
5、读过这本书，是因为对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充满好奇，好像人类对于超凡人的崇拜。 看过之后
，也知道他们是人，也深切关心人间事，他们是在思想上对人类的精神以及未来有所解决，这种哲学
就是德国哲人的精神科学之传统。 面对那些沉思的哲学家，对于我这种也爱思想的人来说，是一种激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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